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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情提要

• 集总电路、关联参考方向

• 回路、网孔、节点

• KCL、KVL

• 欧姆定律(电阻)、电容、电感

• 电流源、电压源、受控源

• 分压、分流

• 两类约束，2b法，1b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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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(1)设电路的节点数为n，则独立的KCL方程为(n-1)个，且为任
意的(n-1)。

• (2)对于一个包含b条支路平面电路有[b-(n-1)]个网孔，所列的
[b-(n-1)]个网孔的KVL方程是独立的。

• n：节点数，

• n-1：独立KCL方程

• b：支路数

• b-(n-1)：网孔数、独立KVL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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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-1 网孔分析（法）

• 在n个节点的电路中, b个支路电流是用(n-1)个KCL方程联系的，
因而，给定[b-(n-1)]个电流即能确定余下的(n-1)个电流。

• 第一步求解的对象必须为[b-(n-1)]个独立电流变量。

• 第二步用KCL解决(n-1)个电流，使问题得到完全解决。

• 使用网孔电流可以得到一组完备的独立电流变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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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孔电流：一种沿着网孔边界
流动的假想电流。



网孔电流

•一个平面电路共有[b-(n-1)]个网孔，因而也有[b-(n-1)]个网孔电
流。

•网孔电流可作为电路的一组独立电流变量。

•电路中所有的支路电流都可以用网孔电流线性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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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孔方程

•网孔电流不能用KCL相联系，但能根据KVL及支路
VCR为每一个网孔列写一个KVL方程，方程中的支
路电压可以通过欧姆定律用网孔电流来表示。

•整理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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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孔方程一般表达式

• R11、R22、R33分别称为网孔1、网孔2和网孔3的自电阻。它们分别是各自网孔内所有电
阻的总和。

• R12称为网孔1与网孔2的互电阻。是两网孔的共有电阻，即R12=R5。

• R13称为网孔1与网孔3的互电阻，它取负值，即R13=-R4，因为iM1和iM3以相反的方向流
过共有电阻R4。

• 其他电阻类推。

• us11、us22和us33分别为网孔1、网孔2、网孔3中各电 源电压升的代数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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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个网孔的电路网孔方程

•具有m个网孔的电路，网孔方程的形式应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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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2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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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网孔分析法求解电路的各支路电流。

已知R1=5W、R2＝10W、R3＝20W。

解  该电路有2个网孔，假设每一个网孔内网孔电流为iM1和iM2, 并
假定它们都是顺时针方向。
第一网孔的自电阻：R11＝R1+R3＝25W

第一和第二网孔的互电阻：R12=R21＝-R3＝-20W

第二网孔的自电阻：R22＝R2+R3=20W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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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源（升压为正，降压为负）：

网孔方程为：

各支路电流：



例 2-2 含电流源情况

11

试求流经30W电阻的电流i。

解  电路含有电流源，其支路电流即为电流源的电流值，因此，
流经50W电阻的电流等于2A， iM2 按电流源的方向，iM2=2A。只要
列出网孔1的方程即可。



例 2-3 含受控源情况

12

用网孔法求含受控源电路中的ix(r=8W)。

解  先把受控源当作独立源，按照规则写出网孔方
程，再把受控源的控制量用网孔电流表示：



说明

• 网孔电流不是支路电流，网孔电流在网孔中所有支路上是
一样的。

• 在含自电流源的网孔中，电流源的电流值就是网孔电流，
因此，可以不再列此网孔方程。

• 对含有受控源的网孔，先将受控源看成独立电源带入网孔
方程，再把受控源的控制量用网孔电流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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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题 2-2

14

电路中, 若R1=1W、R2=3W、
R3=4W、Is1=0、Is2=8A、
Us=24V，试求各网孔电流。

解：因Im2=-Is1为已知，所以不必列
出网孔2方程。

u
+

代入Im2=0

-

这个电流源需要
假定端电压



§2-2  节点分析（法）

• 在电路中任选一个节点为参考点，其余的每一节点到参考点的电压降，就称
为这个节点的节点电压。

• 节点电压是一组完备的独立电压变量。一个具有n个节点的电路有(n-1)个节
点电压。

• 下图所示电路有4个节点，若选节点4为参考节点，则其余3个节点分别对参
考节点的电压为uN1、uN2和uN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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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点电压

•电路中所有支路电压都可以用节点电压线性表示。

•电路中的支路或是接在节点与参考节点之间，或是接在两节点
之间。

•一旦求得了节点电压，所有支路电压就可根据KVL随之而定。

•节点电压是完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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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点方程组

17

在节点1、2、3运用KCL得：

由欧姆定律



节点方程组一般形式

• 对于只含独立电源和电阻的电路

• Gii称为节点i的自电导，其为第i节点上所有电导的总和。

• G12称为节点1和节点2的互电导，它是该两节点间的共有电导的负值，出现
负号是由于uN1及uN2都假定为电压降的缘故。

• isii分别为电 源输送给节点1、2、3的电流的代数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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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2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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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出电路的节点方程。

解  该电路共有5个节
点，选其中的一个作为
参考节点，
设其余4个节点的电压分
别为uN1、uN2、 uN3、
uN4。

节点1
节点2
节点3
节点4



例 2-9 含电压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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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用节点分析法求电路的各电流。

解  电路中共有三个独立节点，且节
点2、3分别与参考节点间接的都是已
知的电压源，故节点电压uN2和uN3是己
知的，其值分别为21V和42V。仅需对
节点1列写节点方程：

带入uN2和uN3



例 2-10电源跨接在两个节点的情况

21

选节点4为参考点，使之出现电压源接于
节点间的情况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三个节点电压均属未
知，故必须对这三个节点都列方程，
得：

其中i为电压源支路的电流，注意不要忽略。再增加一个方程

SNN uuu =- 31



例 含受控源情况

22

用节点分析法求4W电阻的功率。    

解：选择参考节点
及独立节点如右
图，用观察法列出
节点分析方程：

节点1

节点3

2A 2A



说明

• 由于各节点电压都一律假定为电压降，因而各互电导都是负值。

• 如果电路的独立节点数少于网孔数，和网孔法相比，节点法联立方程数就少
些。

• 如果已知的电源是电流源，则网孔分析法更为方便；如果电源为电压源，则
节点分析法较方便。

• 网孔分析法只适用于平面网络，节点分析法则无此限制，因此，节点法更具
有普遍意义。

• 把受控电流源暂时看作独立电流源列出方程，再设法把受控源的控制量用节
点电压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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练习题 2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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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节点分析法求电路的u和i。

解：把受控电流源暂时看作独
立电流源列出方程：

求出i



习题

25

求电路的Un1。

解：这个电路共有5个独立节
点，但其中4个节点电压为已
知量，若求Un1只需列一个节
点方程。



§2-4 电路的对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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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将网孔电流换以节点电压，电阻换以电导，电压源
换以电流源，就可得到节点方程式。反之，也可由后者
得到前者。

节点方程

网孔方程



电路的一些对偶量

• 串联电阻电路的等效电阻公式、分压公式和并联电导电路的等效电
导公式、分流公式之间也存着这种对等关系式，作适当的更换，就
可得出另一相对应关系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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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2，3

• 一个假设
• 集总假设，实际电路尺寸<<使用时最高频率波长

• 两类约束
• 拓扑约束，KCL，KVL

• 元件约束，VCR

• 三大基本概念
• 叠加概念

• 分解概念

• 变换（域）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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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-1 线性电路的比例性 网络函数

•线性电路：由线性元件及独立电源组成的电路

•输入：独立电源，起激励作用。

•其他元件：响应

•线性

•网路函数：

• H = 响应

激励



求解i2，列出KCL，KVL：

求解得：

第1项为us作用的结果
第2项为is作用的结果

§3-2 叠加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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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3-2 叠加原理

• 由线性电阻、线性受控源及独立源组成的电路中，每一元件的电流
或电压可以看成是每一个独立源单独作用于电路时，在该元件上产
生的电流和电压的代数和。

• 当某一独立源单独作用时，其他独立源应为零值，即独立电压源用
短路代替；独立电流源用开路代替。

• 虽然电流或电压满足叠加原理，但各元件的功率不等于各电源单独
作用在该元件上所产生的功率之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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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3-3

33

利用叠加原理求uo



例 3-4

34

利用叠加原理求ix，r=2。

解：受控源不是独立电源，不能单独
使用，应象电阻一样保留在电路中。
由（a）

由（b）

i”



网络分解的目的

•运用节点法或网孔法对复杂网络进行分析时，如果只对其中某一
支路的电压、电流或其中某些局部的电压、电流感兴趣时，仍嫌
联立方程太多。

•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是把这个“大”网络分解为若干个“小”网
络，即若干个子网络，对这些子网络逐一求解从而得出所需结果。

•最简单的情况是把原网络看成是由两个通过两根导线相连的子网
络N1和N2所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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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口网络

• 对外只有两个端钮的网络称为二端网络或单口网络。（端口：
port）

• 一个元件的电压电流关系是由元件本身所确定的，与外接的电路
无关；一个单口网络除了通过它的两个端钮与外界相连接外，别
无其他联系，则单口网络的VCR也是由网络本身所确定的，与外接
电路无关。

• 当对一个网络N进行分解处理时，首先应把单口网络N1和N2从原网
络中分离出来，求得它们的VCR，然后再求得它们相连时的端口电
压u和端口电流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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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-1 分解的基本步骤

•分解的基本步骤为： 

• (1)把网络划分为两个单口网络N1和N2；

• (2)分别求出N1和N2的VCR(计算或测量)；

• (3)联立两者的VCR式或由它们伏安特性曲线的交点，求得N1和
N2的端电压、电流；

• (4)分别求解N1和N2内部各支路电压、电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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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-2 单口网络的电压电流关系

• 如果在单口网络中不含有任何能通过电或非电的方式与网络之外
的某些变量相耦合的元件，则这单口网络称为明确的。

• 单口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之一来描述：
• 1）详尽的电路模型；
• 2）端口电压与电流的约束关系：方程或曲线；
• 3）等效电路。

• 其中以2)最具表征意义，相当于元件的约束关系，当单口内部情
况不明时，可以用实验方法测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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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-1

39

试求含电压源和电阻的单口网络
的VCR。

解  单口网络的VCR是由它本身
性质决定的，与外接电路无关。
因此，可以在任何外接电路X的情
况下来求它的VCR。
先列出整个电路的方程，然后消
去除u和i以外的所有变量。

消去i1



X为电流源

40

● 如果X是一个电流源is (设方向向
下)，且设其两端电压为u(设正极在
上)，则由节点法可以更方便可求得
结果。

● 该电路共有两个节点电压，其一即
为电流源两端的电压u，亦即单口
网络的端口电压；另一为已知电压
源的电压，其值为10V，故得节点
电压方程：

（在单口网络两端）外施电流源i求（单口网络两端）电压u的方法



X为电压源

41

●用“外施电压源求电流”的方法来解决求VCR的问题。

●可设想X为电压源，此电压源的电压显然即为单口网络
的端口电压u，所求的电流显然即为单口网络的端口电
流i。 

●用节点法，则方程当为

外施电压源求电流法



结论

• 单口网络的VCR与外接电路无关，因此，完全可以在最简单的外接电路情况
下，求得它的VCR。

• 外施电流源求电压法和外施电压源求电流法是常用的方法，也是用实验方法
确定单口网络的VCR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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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-2

43

求含电源、电阻和受控源的单口网络的VCR。

解  设想在电路两端施加电
流源i，可写出VCR表达式

含独立电源单口网络的VCR总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
形式。



§4-3  置换定理

•若网络N由两个单口网络N1和N2连接组成，且各支路电压、电流均有
唯一解。设已知端口电压和电流值分别为a和b，则N2可以用一个电
压为a的电压源(图b)或用一个电流为b的电流源 (图c) 置换，不影
响N1内各支路电压、电流原有数值。在置换后，网络仍有唯一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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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（显然，共4页可略）

45

设在图(a)所示的网络中，根据
两类约束关系已解出各支路的
电压、电流。

N1内某支路k的电压、电流分
别为：

端口电压、电流分别为：

若N2用一个电压为a的电压源所置换，如图(b)，需要论证：

1）支路k电压、电流的解uk’和ik’仍应为：

2）端口电流i’的解答则应为：



证明（续）

• 对图(b)，一个典型的KCL方程的形式为：

• 该方程是根据某一包含支路k的节点n写出的。如以假定的解答
ik’=bk代入，需要论证

• 显然，这一式子是成立的，因为同样的节点n也存在于图(a)的网络
之中，而电流bk 正是该网络唯一的一组解答。因此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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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（续）

•也可论证所设的解答也满足KVL以及N1内部所有元件的VCR。

•剩下的工作是要论证所设的解答是否满足用以置换N2的电压源的VCR。

•回答也是肯定的，因为流过电压源的电流可以为任何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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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（续）

•对图(c)所示用电流为b的电流源置换N2的情况，也可用同样的方法
论证：

•而端口电压

48



置换定理的作用

•可以先求得N1和N2的端口电压和端口电流，利用置换定理，把原电
路分为两个子网络，进而求出N1及N2所有支路电压和电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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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-5

50

试用分解方法求i1和u2。

解  (1)自图中虚线处把电
路分为两个单口网络N1和
N2，端口电压u和电流i的
参考方向如图。

(2)求N1和N2的VCR。N1的VCR为：

isR1 R2

R3



 N2的节点电压方程为：

(3)联立两者的VCR，解u，i。

(4)以12V电压源置换N1，可得：

    以-1A电流源置换N2，因6W电阻上无电流，可得

解答

51

节点电流和为零



例 4-6

52

已知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
(b)所示，试求非线性电阻两端的电压u
和流过的电流i。

解  将线性部分与非线性部分划分为两
个单口网络，用节点法求得线性单口的
VCR为:

   在非线性电阻VCR的同一个u-i平面
上作出线性部分的伏安特性曲线，这是
一条直线，两条线的交点便是所求解
答。 



练习题 4-2

53

已知N的VCR为u＝i+2，试用置换定理
求解i1。

解：先求出左边网络的VCR，再与N
的VCR联立，求出u，用电压源u置
换。

与u＝i+2联立求解

用3V电压源置换

63 +-= iu



§4-4  单口网络的等效电路

•定义：如果一个单口网络N和另一个单口网络N’的电压、电流关
系完全相同，亦即它们在u-i平面上的伏安特性曲线完全重叠，则
这两单口网络便是等效的。

•尽管这两个网络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，但对任一外电路来说，
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影响，没有丝毫差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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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-7

55

求单口网络的最简单的等效电
路。

可用以下两图等效

解  该单口的VCR为



例 4-9

56

试化简单口网络。

解 因为受控源控制量为i，设想在
单口网络两端外接电流源，其电流
为i，则可求得其端口电压：



练习题 4-6

57

求各单口网络的输入电阻R。

解  只含电阻和受控源单口网络，其端口电压与端口电流的比值称
为输入电阻。 在计算网络电阻时，可直接计算此比值。外接
一个电压u，则：



§4-5  等效规律和公式

• 在某些情况下，可以直接使用一些结论或公式，而不必每次都
从外施电源求VCR着手。

• 对电压源、电流源和电阻等三种元件中每次取两个元件作串联
或并联组成的，共计十二种情况。

• 含受控源的单口网络，即便结构简单，一般也需用外施电源求
VCR的方法来处理，没有公式可以直接套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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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两电压源串联

59

❖设一单口网络由两电压源
串联组成，在任何外接电
路下，都可得到：

        对几个电压源及各种不同极性相串联的情况，us
为所有电压源的电压值的代数和。



(2)两电压源并联

60

❖电压源的并联一般将违背KVL，因而是不可能的。

❖只有相同电压源作极性一致的并联才是允许的，此时
其等效电路即为其中任一电压源。



(3)两电流源的并联

61

❖两电流源is1和is2作并联，其等效电路为一个电流源，其
值为



(4)两电流源的串联

62

❖电流源的串联一般将违背KCL，只有在电流源的电流都
相等，且方向一致时，串联才是允许的，此时其等效
电路即为其中任一电流源。



(5,6)电压源与电流源/电阻并联

63

❖这两种情况可归结为下图所示电路，其中N’可为电流源
或电阻，其单口网络的VCR是：

   N’不影响端口电压的大小，端口电压总等于电压源
的电压。N’为多余元件。

电流可为任意值



(7,8)电流源与电压源/电阻串联

64

❖这两种情况可归结为下图所示电路，其中N’可为电压源
或电阻，其单口网络的VCR是

   N’不影响端口电流的大小，端口电流总等于电流源
的电流。N’为多余元件。



(9,10)电阻与电源串并联

65

❖电压源与电阻的串联/电流源与电阻的并联-这两种含两元件的电
路都是无法再行化简的。但满足一定的条件，它们可以互为等效
电路，即它们可以互相替换。

电压源串联电阻电路的VCR为

电流源并联电阻电路的VCR为

当满足 时，两电路等效。



等效电路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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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,12)电阻的串并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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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-11

68

试用分解方法求i和u。

解  求N1的等效电路，因含
受控源无公式可供直接使
用，仍需用外施电源法求得
其VCR后得出



解答

69

N2的等效电路则可利用有关公式逐步化简后求得。

等效图为：



§4-7  戴维南(Thevenin)定理

• 单口网络的等效电路问题实质上是求单口网络VCR的问题。    

• 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提供了求含源线性单口网络等效电路及VCR
的另一方法，对等效电路及VCR能提出普遍适用的形式。

• 定义：含电源、线性电阻和受控源的单口网络，不论其结构如何
复杂，就其端口来说，可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串联电阻支路，电压
源的电压等于该网络N的开路电压uoc，串联电阻R0等于该网络中所
有独立源为零值时网络N0的等效电阻Rab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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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维南定理

•若含源线性单口网络N的端口电压u和电流i为非关联参考方向，则其
VCR可表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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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

• 由于单口网络的VCR与外接电路无
关，可以外接一个电流源i去求网
络两端的电压u，从而得出它的
VCR。

• 用电流源i施加于N两端，得电路
如图(b)所示。

• 由叠加原理可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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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=(电流源i产生的电压)+(N中所有独立源产生的电压)



证明

73

       u＝(电流源i产生的电压)+(N中所有独立源产生的电压)

❖ 第二项是电流源i=0时(电流源用开路代替)，网络N的端电压，即
其开路电压uoc；

❖ 第一项则是网络N中所有独立源为零值，电流源i作用时，网络的
端电压可表示为Rabi，Rab是独立源为零值时网络的等效电阻。

❖ 因此，u可写为：

含源单口网络可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串联
电阻支路，其电压源电压为uoc，其串联
电阻为Rab。



例 4-13

74

求电阻电路中12kW电阻的电流i。

解  根据戴维南定理，虚线框所构
成的含源单口网络可以化简为一个
电压源uoc与电阻Ro相串联的等效支
路。

  为了求得uoc，应使该单口网络处于
断开状态,设该电路中的电流为i’，由
KVL得: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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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了求得R0，把图(a)所示含源单口网
络中的两个独立电压源用短路代替，得
电路如图(b)。显然，电路ab两端的等效
电阻：



例 4-14

76

试说明：若含源单口网络
的开路电压为uoc，短路电
流为isc，则戴维南等效电
阻

解  已知一个含源单口网络可等效为一个电压源uoc与电阻Ro的串联
电路。因此，原网络的短路电流isc应等于这个等效电路的短路电
流，故得



例 4-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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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电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。

解    先求开路电压uoc，此时i为
零，CCCS的电流0.5i也为零，各电阻
上也无电压，故得

  为了求等效电阻，可先求短路电流。把电路ab端短路，设短路电
流isc的方向如后面图中所示，则受控源电流为0.5isc，且其方向应与
上图方向相反。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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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用外加电压求电流法计算
Ro时，只能把独立电源置
零，保留受控源。



• 戴维南定理是由叠加原理推导出来的。叠加原理运用于含线性受控
源电路时，当某个独立源单独作用时，所有其他的独立源均视为零
值，但所有的受控源仍需保留。

• 在运用戴维南定理分析含受控源电路，在求等效电阻R0时，必须计
算受控源的作用，不能像处理独立源那样把受控源用短路或开路代
替，否则将导致错误。

• 单口网络N中不能含有控制量在外电路部分的受控源，但控制量可以
是N的端口电压或电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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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-8  诺顿(Norton)定理

•定义：含源线性单口网络N，就其端口来看，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流源
并联电阻的组合。电流源的电流等于该网络N的短路电流isc，并联
电阻R0等于该网络中所有独立源为零值时所得网络N0的等效电阻R0。
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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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4-17

81

用诺顿定理求电路中流过4W电阻的电
流。

解  把电路中除4W电阻以外的部分化简
为诺顿等效电路。先求短路电流isc。
（叠加原理）

电压源短路，等效电阻为：



思考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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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电路的戴维南等效电路、诺顿等效电路，如不存在，如何解释。

R多余，i不
能确定

R多余，u不
能确定

电压源多
余，u不能确
定

电流源多
余，i不能确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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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情提要

• 电阻电路、动态电路、KCL，KVL
• 电阻/电导，欧姆定律，VCR，无记忆特性

• 电容，VCR，电压连续、记忆特性

• 电感，VCR，电流连续、记忆特性

• 网孔分析，节点分析

• 分解方法、叠加原理

• 各种等效

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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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4-9  最大功率传递定理

• 给定一含源线性单口网络N1，接在它两端的
负载电阻不同，从单口网络传递给负载的功
率也不同。

• 设负载电阻为RL，则当RL很大时，流过RL的电
流很小，因而RL得到的功率i2RL很小。

• 如果RL很小，功率同样也很小。

• 在RL=0与RL＝µ之间有一个值可使负载所得功
率为最大。

85



最大功率传递

86

RL的功率为：

要使p为最值，应使：

即

由于 p有最大值



例 4-18

87

(1)求RL获得最大功率时的RL；

(2)计算此时RL得到的功率；

(3)当RL获得最大功率时，求360V电源
产生的功率传递给RL 的百分数。

解  (1)先求N1的戴维南等效电路：

因此，当RL=Ro=25W时， RL获得最大功率。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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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RL获得的最大功率为：

(3)当RL=25W时，其两端电压为

360V电源的功率为

负载所得功率的百分数为



§4-10 T形和P形网络的等效变换（了解原理，可略）

•将三个电阻的一端连接在一个节点上，它们的另一端分别接到三个
不同的端钮上，这样就构成了T形网络，亦称星形或Y形网络。

•如果将三个电阻分别接在每二个端钮之间，使三个电阻本身构成一
个回路，这样就构成了P形网络，亦称三角形或D形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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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型电路端钮的VCR

90

设想在这两种网络相对应的端钮上分别施加电流源i1和i2，分别推导
它们端钮的VCR。

对T形网络

（1）

整理得：

3



P型电路端钮的VCR

91

对P形网络，电流源并联电阻模型变为电压源串联电阻模型：

（2）



P形网络变换为T形网络的公式

92

(1)式和(2)式分
别为T形网络和
P形网络的
VCR。如果VCR
完全相同，(1)
两式和(2)两式
中i1与i2的系数
应分别相等，
即



T形网络变换为P形网络的公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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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
94

(1)求Rab；(2)求各支路电流以及Uab、Uad和Uac。

解  将电路分解为在a、b、d三端相
连的两个三端网络：一个是abd星
形网络，另一个是三角形网络。将
电路中abd星形网络等效变换为三
角形网络。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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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电路等效变换成串、并联电路。

(1)解得等效电阻

 再由原电路，解得



习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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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3kW电阻上的电压。

解  设3kW电阻的右侧端钮为a端，左侧端钮为b端。断开3kW电阻
支路。分别求a端与地端之间单口网络的戴维南等效和b端与地端
之间单口网络的戴维南等效。

ab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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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求右侧的戴维南等效单口网络。

❖求等效电阻Roa

❖将电压源串联电阻支路等效变换为电流源并联电阻支路，得到求
开路电路uoca，解得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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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求左侧的戴维南等效单口网络。

❖求等效电阻Rob

❖将电压源串联电阻支路等效变换为电流源并联电阻支路，得到求
开路电路uocb，解得



解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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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将两侧的戴维南等效单口网络与3kW电阻支路接通，就是戴维南
等效变换电路。

❖利用分压定理



思考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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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认为：一个含源单口网络根据置换定理可以用一个电压源来
替换，而根据戴维南定理，却要求用电压源串联电阻来替换。因
此，置换定理更为有用。对吗？

1）置换定理对外电路有效，而戴维南定理是对被置换的电路有效。

2）置换定理是用端口电压来置换，而戴维南定理是用开路电压来置换。

3）戴维南定理是原电路完整的VCR关系等效，置换定理是维持原有VCR
外部交点的一个特殊解。



作业

• 第五版：

• 习题二 4，8，17，25

• 习题四 1，5，7，19，30，49

• 下周交作业

• 请预习第六，七章

• 课件地址：
• http://staff.ustc.edu.cn/~ftliang/FE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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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情提要

102

• 方程的数量，来源，自(互)电阻(导)

• 电源的处理

节点方程

网孔方程



• (1)设电路的节点数为n，则独立的KCL方程为(n-1)个，且为任
意的(n-1)。

• (2)对于一个包含b条支路平面电路有[b-(n-1)]个网孔，所列的
[b-(n-1)]个网孔的KVL方程是独立的。

• n：节点数，

• n-1：独立KCL方程

• b：支路数

• b-(n-1)：网孔数、独立KVL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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